
《打卡吧！吃货团》开启美食类综艺3.0阶段
张建珍

从纯粹关注美食到
“美食+”

回顾我国美食类综艺的发展历程，可
以发现有着明显的阶段性演变。1.0阶段的
美食节目纯粹关注美食， 比如以介绍做菜
方法、畅谈做菜体会为主要内容的《天天饮
食》，厨艺竞技真人秀《厨王争霸》《顶级厨
师》等。 不论是注重服务性还是观赏性，这
一时期的节目都侧重于美食本身， 满足用
户感官上的需求。

2015 年左右， 随着真人秀的快速发
展，美食类综艺也进入了 2.0“美食+”阶段，

即将美食与另一类型结合。 比如结合脱口
秀的《拜托了冰箱》《姐姐好饿》，结合经营
模式的 《中餐厅》《奇妙的食光》《完美的餐
厅》等。 在这些节目中，美食不再是唯一的
重点，而是成为挖掘人物故事、星素互动的
媒介。 虽然与其他类型的结合赋予了美食
类节目更多看点， 但这一阶段的节目在场
景上依然局限在演播室或经营场所中，存
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化问题。

而现今 3.0阶段的美食类综艺在内容
层面上进一步丰富化。整体来看，一方面更
注重节目的趣味性， 在传统模式上增添了
更多的娱乐元素， 为美食品类拓展出更广
阔的表达空间； 另一方面包含了更多的人

文思考，从美食文化延伸至风土人情、生活
态度，其内涵被进一步扩充。

为美食类节目注入
喜剧基因

东方卫视多年来一直深耕喜剧赛道，

推出了多档叫好又叫座的喜剧类真人秀。

其中平台与欢乐传媒联合打造的 《欢乐喜
剧人》堪称喜剧类节目的标杆，播出七季以
来深受大众喜爱。 两大出品方此次联合打
造的《打卡吧！吃货团》延续了喜剧基因，节
目将美食与充满喜剧效果的户外游戏挑战
相融合，与城市人文、旅行相结合，给人耳
目一新的观感。

《打卡吧！吃货团》由丁禹兮、THE9-刘
雨昕、杨迪、岳云鹏、郑恺组成吃货团，将在
整个旅程中完成 6大城市的美食打卡。 每
座城市都会有一位嘉宾作为当地向导，带
领吃货团成员通过各种打卡方式打卡 9道
最能代表当地特色的美食， 吃货团只有打
卡成功才能品尝美食。

首先， 吃货团的阵容为节目的趣味性
提供了保障。 相声演员岳云鹏和颇具综艺
感的杨迪自带喜感，两人抛梗、接梗的能力
在节目里展露无遗。 而“综艺小白”丁禹兮
和 “游戏黑洞” THE9-刘雨昕则因为不熟
悉综艺“套路”而制造了不少笑点。 在一路
吃、一路玩的过程中，吃货团也产生了意想
不到的化学反应。

其次，节目用“城市美食闯关”式的设
置，在简单却独具巧思的游戏规则设定下，

制造出结果持续反转、 剧情跌宕起伏的内
容。比如首站上海两天一夜的打卡之旅，全
程的游戏设置环环相扣。第一天早餐，吃货
团需要完成全员一致任务才能汇合， 根据
节目组提供的线索展开打卡之旅。 每道美
食对应着不同的积分， 积分越高才能在晚
上的合宿中获得更好的住宿条件。 美食的
诱惑和不同的待遇构成了双重驱动力，让
吃货团成员更加投入， 整个打卡之旅跌宕
起伏，营造了出色的喜剧效果。

面对高压的当代社会，大众对强解压功
能的内容产生了更高的需求。 《打卡吧！吃货

团》恰好满足了当前大众的这一需求，节目
“好吃又好笑”，在带给观众视觉盛宴的同时，

也通过一路爆笑的名场面让人们放松解压。

彰显美食背后的城
市人文风情

回顾《打卡吧！ 吃货团》首站美食之旅，

从早餐的“四大金刚”到全蟹宴，再到浇头
面、排骨年糕、草头圈子等特色菜，上海的特
色美食被串联在一起。 在呈现美食之余，节
目用精炼的旁白及字幕讲述菜品的烹饪方
式、风味口感，对背后的历史渊源进行普及，

让观众感受到中华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

节目梳理的虽是上海的地道风味，但
又不仅限于此， 美食体现的是城市背后的
人文，是上海街头的烟火气与人情味。2020

年 5月，上海启动新一轮早餐工程建设，结
合特点单店、早餐示范店、流动餐车、外卖
平台等方式， 为市民提供更便捷丰富的早
餐解决方案。 吃货团第二天能够在一个早
餐点同时买到锅贴、 鸡蛋灌饼、 豆花等美

食，就是早餐工程给市民带来的便利。

在上海站的最后， 节目组在得丘礼享
谷设宴，邀请从河南、四川、贵州来到上海工
作的厨师，为岳云鹏、杨迪、THE9-刘雨昕带
来家乡的胡辣汤、鸳鸯水煮牛肉、包浆豆腐，

熟悉的味道勾起了吃货团对家乡、对上海的
记忆。比如岳云鹏回忆起十几年前第一次来
上海吃饭，对偏甜的口味感到不适应，如今
在上海可以吃到各种口味的菜品，来自全国
各地的人都可以找到家乡美食。

作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缩影，近
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人流交汇，让
上海形成了本帮菜与融合菜相互辉映的饮
食文化。 也正是这座城市开放、创新、包容
的特点，让上海成为越来越多“新上海人”

的第二故乡。《打卡吧！吃货团》以美食为切
口，带领观众透视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美食是受众最广的题材之一， 但也面
临着激烈的竞争格局。《打卡吧！美食团》在
内容层面上进一步丰富化， 为美食注入喜
剧的效果和人文的底色， 为 3.0阶段的美
食类综艺提供了一个范例。

美食一直是综艺的重要题材，近期，近十档美食类综艺相继上线，

再次点燃了大众的观看热情。 其中由东方卫视和欢乐传媒联合出品的
户外美食趣味真人秀节目《打卡吧！ 吃货团》融合了美食、趣味挑战、城
市人文、旅行等形态，给观众带来多元的看点。 这档充满喜剧效果又能
让观众长见识的节目，也标志着美食类综艺进入 3.0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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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如何让红色故事入脑入心？在党
的诞生地上海， 一批面向青少年的主题出版物近期集中面
世，激活红色记忆的同时，尝试打开党史学习新方式。

比如 ，少儿版 《光荣之城 ：上海红色纪念地 100》涵盖

100 个漫画地标、56 个音频等，“可看可听可打卡”； 立体书
《走进树德里》复刻红色地标模型，让青少年在动手搭建中
亲近红色文化；入选 2021 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
李颖新著《红色圣地百年路：青少年学党史》设计了漫画向
导“大眼福星”……业内评价，兼具历史感、现场感、趣味性
的党史通俗读物，能让青少年身临其境感知百年风云岁月，

有助于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漫画向导”夺眼球，掀起追寻红色足迹热潮

怎样的党史读物符合青少年的认知特点和规律， 怎样
的方式可以让小读者生动感受革命地标和其背后的红色故
事？ 在各式各样的答案中，有一个获得了业界认同，那便是
引导孩子们用脚步丈量历史，在书里书外“打卡”红色足迹。

比如，跟随“大眼福星”，《红色圣地百年路：青少年学党
史》的读者将探访 35 个（组）重要党史纪念地，从而串联起
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的百年征程———从上海一大会址，到
嘉兴南湖红船；从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到延安宝塔山下
的革命旧址；从于都河畔的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到宁夏将
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地； 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
馆，到大别山中的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无独有偶，作为“百年百章”上海市红领巾学党史争章
地图系列活动配套用书，少儿版《光荣之城》穿插大量漫画、

历史照片、建筑手绘图等，逐一记录多个遗址与故居的现今
地址、特征与样貌，便于 00 后、10 后按图索骥依址前往打
卡参观，在行走中了解党史、学习党史、熟悉党史，形成穿越
时空、历久弥新的生动效应，掀起追寻红色足迹的热潮。

巧妙讲述红色故事，从“要我学”变“我要学”

专家指出，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需要把有深度的故事
讲得有温度，把有精神的故事讲得更精彩，让孩子们从“要
我学”变为“我要学”，从“我来听”过渡到“我来讲”。

一批图书在音频、 立体模型等视听化多元呈现上下工
夫，为青少年读者直观了解党的诞生打开了一扇扇窗。比如，翻开红色立体书《走进
树德里》，1∶70 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建筑模型令红色地标可触可感，12 个页面以由远
及近的俯瞰视角展示出黄浦江两岸、“红色一公里”、石库门建筑、树德里、一大会址
内景和一大代表使用的会议桌， 形成了从城市到街道、 从石库门到会议场景的切
换。 专业建筑设计师团队通过多次实地测绘、研究图纸，精准“复刻”出树德里的建
筑原貌，每个打开的页面上，模型、图像与文字相辅相成，红色文化和史料相互呼
应，展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风情风貌，也呈现出建党的艰辛历程。

书中还提供大量珍贵文物作为搭建“道具”，如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李
大钊的打字机等，激发青少年阅读研究的兴趣。 精心打磨下，立体书《走进树德里》

线上线下反响喜人———在前不久的薇娅直播间红色文创专场中， 这部优质红色读
物与“网红”流量平台碰撞，短短 4 分钟卖了 5000 册，截至当晚 24 点，共售出近万
册。 而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文创商店开售以来，这部立体书也获得市民游客、年轻
学子的喜爱，成为热门的亲子“伴手礼”。 少儿版《光荣之城》则收录了 56 个红色纪
念地音频，用声音演绎普及党史知识，串联红色文脉。即使是不识字的学龄前儿童，

也可随时随地扫码听书，了解红色地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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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音乐新秀点赞上海举办一流专业赛事能力
第三届上海艾萨克 ·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线上半决赛继续面向全球直播

本报讯 （记者姜方）经过四天线上
比拼，第三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
提琴比赛昨天宣布入围半决赛的选手名
单，最终有 13 位选手晋级。 本报记者通
过视频连线方式，采访了多位选手。在疫
情考验之下， 上海举办一流专业赛事的
组织能力， 得到了这些海内外音乐新秀
的高度认可。

“在备赛过程中，上海的组委会和我
密切交流，从比赛排期、提交视频流程到

邮件回复等，都做得非常到位。 ”入围
半决赛的菲律宾选手克里斯汀·克莱
尔·加拉诺表示，斯特恩小提琴比赛以
线上角逐的方式， 让自己获得更多全
球观众的关注。同样，俄罗斯选手斯泰
潘·斯塔里科夫也为上海点赞，“能在
疫情考验之下， 把比赛组织得井井有
条，真的了不起”。从准备大赛之初，斯
塔里科夫就一直在等待从上海传来的
好消息，“在比赛因疫情而延迟的一整

年里，我每天都在等待，很幸运，我最终
入围了四分之一决赛”。尽管最终止步于
半决赛， 但斯塔里科夫收获了一段难忘
的备赛经历。

本届比赛将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
搬到线上，但整体难度、体裁多样等和往
届保持一致。 曲目全方位考核选手对于
音乐的理解和诠释， 曲目量总时长近四
小时， 这在国际同级别的顶尖赛事中也
实属罕见。在四分之一决赛阶段，选手们

需要演奏莫扎特奏鸣曲、 巴赫无伴奏小
提琴组曲、 恩斯特复调无伴奏小提琴练
习曲及两首自选帕格尼尼随想曲。对此，

评委会主席徐惟聆教授表示：“庞大曲目
量不仅挑战选手的体力及基本功底，更
需要他们熟练掌握不同时期的音乐风
格，从技巧掌握、音乐诠释、舞台掌控等
角度接受全面考验。 ”

尽管本届赛事超半数的参赛选手均
就读或毕业于诸如茱莉亚音乐学院、柯

蒂斯音乐学院、牛津大学、克利夫兰音乐
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海
内外顶级音乐学府， 但选手们在面对斯
特恩小提琴比赛时， 仍丝毫不敢掉以轻
心。 目前就读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选
手查理洛弗尔·琼斯表示，比赛规定的曲
目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通常需要很多时
间来练习， 但为比赛做准备的时间非常
有限，“这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不过也让
我提升了应对和克服压力的能力， 相比

结果，我更希望能在比赛中获得成长”。

据悉，线上半决赛将于 8 月 18 日至

21 日举行，继续面向全球直播 ，选手们
也将接受更加全面的考验。 往届在半决
赛中与四重奏合作的曲目， 将纳入决赛
之中； 线上半决赛环节保留了常规的奏
鸣曲， 与小乐队合作的莫扎特小提琴协
奏曲则改为与钢琴合奏， 且协奏曲中的
华彩乐段更是要求选手自行创作， 不可
使用传统既有的片段。

致郁还是治愈？
“离婚真人秀”为婚恋情感综艺找到新解

一向能制造爆款话题综艺的芒果

TV，这次却低调开播了名为 《再见爱
人》的婚姻观察真人秀。主创的“低调”

不妨碍节目的火爆， 由节目引发出的
话题屡屡登上热搜， 并拿下 8.5 分的
超高综艺评分。

请已离婚或是即将离婚的夫妻录
制情感综艺，并非国内综艺人的首创。

不过三期节目播出后，网友将《再见爱
人》视为国内少数借鉴海外综艺，却能
超越原作的情感真人秀。 在剧评人看
来，不管是从观察样本、专家解读，还
是镜头、花字的克制表达，都让人眼前
一亮。尤其是对于两性关系、爱情婚姻
议题的深入讨论， 都让观众在又哭又
笑中若有所思。

情感综艺在这一次， 似乎没有因
“离婚”的话题而致郁，反而是在借审
视嘉宾婚姻的过程中， 展开一段治愈
观众的温暖旅程。

恋爱并非只有“甜
宠”模式，荧屏上的情感
应避免一味“萌”化

当下青年一代对于婚姻的态度，

与互联网舆论氛围多少有着一定关
系。比起恋爱，网生代更习惯于与虚拟
的游戏、动漫、偶像剧相伴。 浸淫于丰
富的娱乐生活之中， 经营一段情感关
系被视作辛苦麻烦的事。与此同时，对
于离婚统计数据的片面解读、 借由社
会事件挑起的性别对立， 也加剧了不
少年轻人对于婚姻的恐惧。

另一边， 荧屏上文艺创作中青年
人的恋爱故事多为 “甜宠 ” “萌 ”

风， 情感表达明显低龄化， 也容易造
成理想与现实的 “错配”。 泛滥影视
平台的甜宠剧 、 古偶剧里 ， 动辄学
霸、 总裁等过于理想化的男女主角，

拉高了年轻观众对配偶的期望值。 另
一方面， 一味迎合观众的高密度 “撒
糖” 情节， 也让现实中的情感困境无
法搬上荧屏， 男女主角稍有坎坷就被
视为 “虐心”， 因而无法对年轻观众
产生情感的挫折教育。

在这个氛围中，《再见爱人》 的出
现， 反而是对年轻人恐惧婚姻的一种
“祛魅”。聚焦离婚夫妻的日常互动，反
而比一众秀恩爱综艺、 影视剧更能看
到情感羁绊的珍贵。

其中， 已经离婚一年的演员郭柯
宇与章贺， 成为节目最具话题性的一
对观察样本。 节目没有刻意放大争吵

和矛盾。 “我的世界他进不来，他的世
界我也不太想去”“其实我们各自都不
想去对方的世界”，郭柯宇与章贺两人
看似平静的一来一回， 很快就让观众
察觉到他们之间或许可能因失望、崩
溃、愤怒与误解而已将情感消耗殆尽。

然而，穿插在这种紧张感中，他们
十年婚姻带来的默契与关怀却也令人
动容。 悬崖之上，章贺克服畏高症，对
郭柯宇喊出 “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令无数观众“泪崩”。 在素描肖像环节
里，双方在描述对方长相时，二人又展
现出用词都一模一样的惊人默契。 不
需要花字渲染情绪、升华主题，观众都
能明白婚姻一体两面的复杂所在。

节目试图展现的， 是一段走向尽
头的婚姻， 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失败与
不爱。透过节目中嘉宾的互动，观众感
受到“离婚”看似残酷的背后，是成熟
理智的选择， 也伴随着对旧爱的真诚
祝福与长久陪伴。

疼痛与温情并不相
悖，情感真人秀到底应
传递什么

近年来， 情感观察类真人秀成为
荧屏网络的“硬通货”。 不少节目组试

图通过展现、 挖掘几代人对于家庭生活
的不同期待、 社会高速发展中现代人情
感观念的微妙变化， 勾勒伴随时代进步
的男女婚恋日趋理性的态度， 进而传递
温暖向上的价值观和情感力量。

热播的恋爱综艺越来越多， 但有些
节目如《女儿们的恋爱》《婆婆和妈妈》等
通过放大一些生活日常中的鸡毛蒜皮琐
事， 来寻求观众的共鸣。 其中的明星嘉
宾，往往脸谱化严重，在镜头语言中“人
设” 转变过快———前一个镜头里男明星
还是不理解妻子情感诉求、“冷暴力”消
极回应，下一段落中他就诚恳面对过失，

化身“宠妻”好男人。甚至，明星妻子抱怨
丈夫没有时刻牵手生闷气， 都被剪辑成
为一个戏剧冲突点。 简化矛盾又忽视情
感重建过程，让观众仿佛在看“过家家”。

一旦节目热度过后， 很难留下值得回味
的片段，反而是为日后某个节目中“秀恩
爱”的明星人设崩塌，提供了网友嘲讽的
“素材”和“证据”。

此后，《幸福三重奏》等综艺，虽然少
了些“撒狗血”的桥段，但更侧重于展现
平淡生活的小确幸，嘉宾偶有小摩擦，但
即将触及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时， 往往
又是“浅尝辄止”，并且很快用综艺花字
的猛灌鸡汤来“粉饰太平”，只顾营造温
馨有爱的氛围。

相较之下，《再见爱人》 更多试图把

这些观念冲突、相处矛盾掰开揉碎，通过
嘉宾的自白与场内外旁观者的解读，传
递正确的沟通解决方式。 比如在表达需
求的对话中， 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建
议，同样的内容以“我”开头而不是“你”

开头，可以更好地照顾听者感受，避免误
会。 而面对佟晨洁与魏巍因要孩子而产
生的婚姻危机， 观察团更进一步指出魏
巍个性中自卑又自恋的矛盾个性， 是比
佟晨洁担忧其“不成熟”更根源的问题所
在。 透过对嘉宾 “今天的你是否还想离
婚”的每天一问，那种在爱与失望之间的
纠结拉扯，也成为节目的张力所在。

透过这一节目， 业界似乎对情感真
人秀到底应该表达什么、 传递什么渐渐
有了一些共识： 它不必通过刻意呈现的
秀恩爱 、 撒狗血 ， 来简化情感的复杂
性； 哪怕聚焦离婚议题， 既不是渲染情
感焦虑， 让观众 “从此对爱起疑”， 也
不是拉着观众一厢情愿地撮合， 营造虚
假的 “大团圆”。

等爱如烟 ， 等往事远 。 先看淡你
我， 再泰然自若， 俯瞰犯过的错。 《再
见爱人》 至少探索出一条情感综艺的创
作路径 ： 透过那些 “不合适 ” “不对
味”， 去揭晓相爱之后如何相守、 甚至
如何告别等两性相处之道的真实面目，

让嘉宾和观众都能以更加成熟从容的姿
态去面对生活。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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